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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的方兵农场就是

发来求助的其中一员。方兵农场的负责人

说：自家地里的8000斤枣桃要滞销了。

记者随即来到方兵农场。

走进大棚，只见桃树上挂着已经成熟

的枣桃，一个个红彤彤的，很是诱人。

枣桃是一种油桃，跟一般的水蜜桃相

比个头较小，果皮光滑无毛。成熟的枣桃

为深红色，果肉非常厚实，口感清甜可口。

农场负责人方兵告诉记者，他们种了

十几年枣桃，共有 5 亩，成熟期在每年的 7

月下旬，大概能采摘20天。

但枣桃的成熟期正好赶上台风季，前

年桃子刚成熟被台风吹落在地，毫无收成，

去年则小受影响。今年，他们特别希望能

将成熟的枣桃尽快卖完。

“现在挂在树上的还有不少，每天虽有

些订单，但量不多。”方兵说。

据悉，枣桃亩产相对于其他桃子要高，

但种桃不易，前期要精心管理，成熟采摘期

又在炎热的夏天，采摘销售期仅 20 来天。

近年来农资成本上涨，果农的利润越来越

低。

多年销售下来，尽管方兵农场已有一

些固定客户，但销量并不稳定，常常卖不

光，他们想打开更广的销路。

方兵农场的枣桃以批量销售为主，一

箱五斤礼盒装的价格为50元。

“这个价格是批量销售的价格，一般是

买几百箱以上才能享受。不过这次，如果

读者想要尝尝，我们也按 50 元/箱来销

售。”方兵说。

如有购买需求（需上门购买）或者想上

门采摘的读者，可以联系方兵农场。地址：

宁 波 镇 海 区 澥 浦 镇 岚 山 村 。 电 话 ：

13958522417、15958881730

诱人枣桃采摘期才20天
得赶紧卖掉

本报讯 小时候有偷偷跑去漫画

书店看漫画看到流连忘返的经历

吗？相信大部分80后都有吧？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漫画书

店越来越少。

不过近日，杭州滨江开出了

一家漫画书店，吸引了一些漫画

迷。

书店店面不大，走进店里，在租

借区域，恍然间有种时光倒流的感

觉。记者看到了熟悉的《七龙珠》《圣斗士

星矢》《蜡笔小新》《灌篮高手》等小时候陪伴的漫画，

尘封多年的少年记忆被唤醒。

除了这些，还有当下热门漫画，如去年很火的《国王排

名》等。也有来自各国漫画艺术家的小众漫画作品，这些作

品都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粉丝也爱看。

“与在网上看漫画不同，到店里看纸质的漫画，有一

种把喜欢的东西捧在手里的感觉。”一位从台州特地赶来

的漫画爱好者告诉记者，她从网上知道这家新开的书店，

就迫不及待过来了，“有我最喜欢的漫画，在这里看到纸

质版，我真是太兴奋了。之前，我只能通过手机 app 付费

观看。”

店员李先生说，店里的很多漫画书都是长期积累起来

的，现在店里有 6000 余册漫画书，分成热血漫画、少女漫

画、奇幻漫画、侦探漫画等，其中有不少已经绝版的漫画书，

由于发行年代久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我们会在全球范围

内淘一些珍贵的甚至溢价的限量版中文漫画书，想把这些

重新展现出来，让喜欢漫画的人有一个交流的场所。”

据介绍，开店以来，有很多读者慕名而来，这给了店家

很大的信心。记者看到，流连店中的读者，有 80 后，也有

10后。除了漫画书，这家书店还有不少和动漫相关的黑胶

唱片和动漫周边产品，如玩偶、卡片、手办等。

本报记者 杨珂 富少杰

尘封多年的少年记忆被唤醒

主打怀旧的漫画书店来了

本报讯“对暗号”就能免费

吃饭？在衢州市柯城区衢化

片区，就有这样一家小店。

这家小店正门右侧有一

块“免费用餐”的告示牌，上

书：“如果您在衢州暂时遇到

困难，可以来本店，告诉我们

的工作人员，点一份‘单人套

餐’。我们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

只希望将来在您有能力的时候，能够

伸出援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快餐店老板娘朱丽花说，免费用餐的牌子是今年 7 月

份挂出去的。“因为我和丈夫之前的生活也不容易，受过别

人的恩，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就想尽一点绵薄之力。”

朱丽花二十来岁时到义乌打工，做了一个多月后，感觉

不适应想回衢州。那时还没发工资，她背个大包赶到车站

却没有路费，也不知道怎么求助，在车站徘徊了很久。

这时，一位50多岁的女士主动上前询问，请她吃饭，还

给了她回家的路费，但连名字都没告诉她。

朱丽花结婚后，开了这家“小杨快餐”。20 余年来，夫

妻俩诚信经营，生意不错，于是有了向遇到困难者免费提供

饭菜的想法。

一个月来，只有三个人吃了“单人套餐”。“都是外地人，

看起来都50多岁，估计是附近做工的。”朱丽花说。

朱丽花没有过多地去了解他们的经历，但每次都会温

柔地说：“您要是还需要帮助，随时再来，至少饭可以吃饱。”

朱丽花说，这块牌子会一直挂着。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陈霞 郑晨 吴薇

多年前落难受惠于人

衢州快餐店主
请受困者免费用餐

最近，钱江晚报潮新闻“记者帮联盟”成员宁波镇海区新闻中心接到当地一些果农的

求助：自家地里出产的水果面临滞销，是否能帮忙打开销路？

“前段时间台风来时，我们心里就捏了把汗，后面还有新台风要来，如果把果子吹落，

我们这一年就白干了。”

“记者帮”想帮这些果农吆喝一下：如果你喜欢吃桃子、梨子等水果，又方便上门购买，

不妨助力一把，解果农的燃眉之急。

桃梨挂满枝头，忧愁却上眉头

如果台风把果子吹落
这一年就白干了
宁波农场主急盼打开销路，“记者帮”及时出手

本报记者 詹程开 记者帮联盟 叶珂珂 陈莹 汤越 朱蓓蕾 孙珂沁 实习记者 郭紫凝本报记者 詹程开 记者帮联盟 叶珂珂 陈莹 汤越 朱蓓蕾 孙珂沁 实习记者 郭紫凝

同样发来求助的，还有宁波镇海区光

明村果农陈瑞苗。

陈师傅介绍，今年翠冠梨大丰收，他

种了五六十亩，每亩有 5000~6000 斤产

量。他的翠冠梨一直是卖多少摘多少，

“如果提早摘下来等人来买，口感就不好

了。”

“现在果子已经成熟。台风一来，成熟

的果子被吹落在地，就不值钱了，只能几毛

钱一斤卖给商家酿酒，那就太可惜了。”陈

师傅说。

光明村种的梨子主要有翠冠梨、黄花

梨两种，一般在农历六月开始上市，肉质洁

白如雪，清甜多汁，食用可消去身上的燥热

和暑气，所以有“六月雪”的美誉。

陈师傅表示，他们都是农民，虽然在种

植水果方面比较有经验，但并没有太多的

销售渠道。平时，他们都是在路边支个摊

位，卖给过路的游客。运气好的时候，能碰

到一些单位团购，出货的量就大一些，但多

数是散客生意。

陈师傅说，原价卖 4.5~5 元每斤的翠

冠梨，这次卖给钱江晚报读者，半斤以上的

大果只卖每斤 3.5 元，半斤以下的小果只

卖每斤3元，量大可以送货。

大家如有采购需求（需上门购买）或想

上门采摘的，可联系宁波镇海区光明村的

陈师傅，他的手机号为15267831825。

翠冠梨有“六月雪”美誉
却怕台风这个冤家

农场里的梨成熟了农场里的梨成熟了农场里的梨成熟了


